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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

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

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

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

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

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

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

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

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

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

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

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

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

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

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

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

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

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

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

新的风格，数量在４件以上，艺术市

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

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

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

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

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拦目欢迎40MB
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

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

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

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

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

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

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

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
her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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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极限 

1997 王川：走向极限 
文=殷双喜 
   尽管在东西方艺术的宏观视野中观看王川的近期水墨实验作品，具有一种折衷主义的色彩，

但就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进程来说，王川在其创作的每一段，都具有一种走向极限的勇气。这一

勇气源于他对中国水墨在当代环境中继续发展的信心，即他认为水墨这一媒介，作为人的精神

载体，在当代仍然具有困境中发展的可能性。至少，延续上千年的中国水墨艺术，已经成为中

国画家文化血缘关系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其创造活动的历史出发点和思维方式，笔意、墨性等

本身就已成为创造者与接受者共同的视觉交往基础。 
    王川的工作，从一开始就针对中国传统笔墨的视觉交往基础，与之对话。这不仅表现为他使

用板刷等工具作画，从基本措施工具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水墨进行变革，最主要的，是他对中国

笔墨写意系统的“以形传神”的美学理念进行质问，在这一质问过程中，笔墨、宣纸的使用，

最终由一个本体性的中国画的界限和本质的问题，从而就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揭示了水墨材

质与当代精神的相互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新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 
    90年代，王川在深圳进行的《墨•点》观念场景活动，一方面将中国水墨的观念化推向了一

个极少主义的极限，另一方面却加入了传统水墨之外的因素，使之具有了综合性艺术的特征。

这表现为，传统的平面型的水墨创造，转化为空间化的水墨场景；传统的对笔墨线条的运动痕

迹的观赏以及在这一观赏中获取心理上的同步感应，转化为仪式的超验冥想。在这一场景中，

艺术家以巫师般的仪式化活动，再一次回溯到远古先人们泛自然神的、准宗教性的祈祷活动，

从而诱发人们对肃穆、崇尚、乃至畏惧的生存体验。 
    1993年，王川在成都的《中国经验展》上，提出他的系列综合材质作品。在这批作品中，

王川谨慎地向西方一书中的极少主义，硬边艺术及材料拼贴开放，试图将这西方艺术史上相当

成熟的视觉特性（色彩的纯粹性、构成的心理均衡、材质的触觉性肌理等），在一种严禁的组

织中，获得绘画性的视觉活力的激发。这一系列作品在评论家那里引发不同的评价，显示他的

工作的艰巨之处，即中国现代水墨画家的活动，一方面受到近百年来西方现代艺术风格的丰富

性和多变性的挤压，另一方面又受到博大精彩的传统水墨的系统的稳定性的逼迫。任何试图概

括与挪用的这两种艺术系统中较为明显与成熟的视觉样式的努力，都必然受到诸如“非驴非

马”之类的尖锐批评，从而使这一努力，成为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个人化行

为。这种个人化的行为，首要的文化信心并不是来源于东西方艺术系统内部风格演变的逻辑必

然性，而是来源于艺术家对其社会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激烈反应。正是通过这种“百年孤

独”式的个性化反抗，艺术家才得以在当代文化的功利性情境和工具理性的科技化潮流中，坚

守其内心的价值理念与人文理想。由此，中国水墨画家的实验性水墨艺术，才逐渐获得一种有

别于西方抽象艺术和中国传统水墨的边缘性地位，并以此保持着上述两个文化磁场中心的对抗

性关系。正是在这种相反相成的对立互补格局中，展开了90年代中国现代水墨画的多样形态。 
    毫无疑问，王川是90年代中国当代实验水墨中的重要画家，在1995年以来的系列作品中，

王川又一次探讨了西方抽象艺术与中国传统水墨之间的可能性。在这一灰色地带中，我们可以

看到王川在作品表层所呈现的折衷特性，即作品整体上的结构抽象与局部水墨的丰富表情。前

者的力度与后者的敏感，实际上正是近现代东西方艺术之不同的观看内部，潜伏下来，以等待

观众感受力的激活而获得直觉性的共鸣。由此，王川试图寻找纯粹抽象的个人化路向，在视觉

性的对立紧张关系中，寻求精神的冲突与平衡，从而将个人的激情、潜意识融入某种人类对不

可知世界的神秘之旅，使自己的艺术通过视觉的直观，向观众的个人经验开放，同时也向未来

开放。 
    就我个人的视觉感受来说，王川的作品仍然具有某种艺术史上的文脉气息。我们从中仍然感

受到中国传统水墨的若干抽象性精华，它显然已不同于西方艺术中的纯粹抽象，后者诉诸于感

官的直接性，而中国传统水墨中的抽象更多的是精神性的抽象，带有较多的人文心理联想，其

艺术指向则较多地趋向于伦理性人格完美与精神性的养生自适。 
    王川的近期作品对我们水墨观看方式提出了挑战，看画成为一种冒险。在王川的作品中，没

有固定的东西，一切皆在流动和相互联系、对抗和冲突、纠缠与分离。物质世界在他的作品中

失去了轮廓与重力，时间性的运动痕迹取代了空间化的立体塑造，线条在不断的自我增殖中相

互跟随，黑与白的对立分割最终成为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在这一视觉感受的心路历程中，我们

看到艺术家内心情感的运动痕迹，为了促使我们的视觉感受能力更加敏感，艺术家率先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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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纯粹化的艺术极限。 
    方式（远望与近观）所加以强化的视觉特性，它们具有的共同的基础，则是艺术创作的活动

过程，建立了艺术家与自然、社会的主客观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使用何种工具材料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运用了不同的媒介，将自己的内心意象赋予可视的形象，从而表达艺术家

内在的感觉与激情，由此建立了物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多样化联系。 
    正是在上述基础上，王川由较为客观、冷静的理念创作活动，又一次返回到绘画性的表现，

通过笔在纸上的摩擦，形成线的交错穿插，进入符号性的平面结构。在不同方向的用笔运动

中，将外部物质世界抽象化后进入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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